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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遥感便携式示矿蚀变信息的快速识别系统， 密切结合野外地质找矿工程师找矿经验和技术，经

过近 20年的改进和完善形成的一套有效的遥感数据中示矿蚀变信息识别算法的优化组合成软件系统。本

研究重点开发便携式示矿蚀变信息的遥感快速识别系统。 

1  遥感找矿目标 

遥感找矿目标：示矿蚀变信息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指示矿床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线索信息。示矿蚀变信息

是通过热液蚀变形成的，在内生成矿作用过程中，矿体围岩在热液作用下常发生矿物成分、化学组分及物

理性质等诸方面的变化，即围岩蚀变。由于蚀变岩石的分布范围比矿体大，容易被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蚀

变围岩常常比矿体先暴露于地表，因而可以指示盲矿体的可能存在和分布范围，反映成矿的物理、化学条

件。利用矿物标型特征的空间变化，推测矿物形成时的物、化条件及空间变化特征，进行矿床分带，指导

盲矿找寻。示矿信息的概念模型、蚀变和矿物组合（赵鹏大，2001），见图 1。遥感示矿信息本质上是成矿

过程形成的热液蚀变岩石电磁波信息，空间上是连续的。 

 

       

 

 

 

2  算法系统集成 

系统是按照地质工程师野外找矿基本思路和技术流程开发的,满足野外地质找矿对遥感示矿信息的需

要，同时集成地球物理异常、地球化学异常开发的野外遥感找矿系统，主要包括 4个模块：算法模块、ASD

模块、GPS模块、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模块。 

系统 4个模块的逻辑关系，见图 2。其中遥感信息处理技术由MPH算法，Gram-Schmidt算法，Givens

算法 3种算法构成（Ma et al，1991；2001；马建文，1997；刘素红等，1999；马建文等，1994）。 

a-蚀变分带略图                                        b-矿化分带略图 

图 1  热液蚀变矿物组合空间位置与矿化的关系示意图，根据赵鹏大改编 

,根据赵鹏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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